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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政策框架下，电商与家庭农产品生产的协同发展

获得制度性保障，借助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东风，乡村电商产业呈现快速兴起态势。本文结合现有研究，

系统分析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家庭农产品电商的发展现状与路径。研究发现，“互联网+”场景金融服

务已构建助农增收的新型价值链，但面临三重核心困境：一是金融产品供需结构性错配，小额贷款占比

过高而风险投资、股权融资匮乏，叠加“放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标准”引发的服务精准化与准入严

苛化矛盾；二是基建短板制约显著，偏远区域网络基建滞后，同时我国冷链物流生鲜损耗率高，加剧物

流成本压力；三是风险防控机制薄弱，农产品价格波动与信用信息孤岛推高资金链断裂及不良贷款风险。

对此提出三维优化路径，通过“产品创新–基建完善–风控强化”协同推进农村电商生态建设，为数字

普惠金融深度服务乡村振兴提供实践范式。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电商产业，家庭农产品 
 

 

Analysi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olicies 
i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Rural Household Agricultural  
E-Commerce 

Hanwen Liu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r. 29th, 2025; accepted: Apr. 14th, 2025; published: May 19th, 2025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376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376
https://www.hanspub.org/


刘瀚文 
 

 

DOI: 10.12677/ecl.2025.1451376 1028 电子商务评论 
 

 
 

Abstract 
Under the policy framework of the State Council’s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on Promot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e-commerce and 
househol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s gaine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Riding the wave of rapid dig-
ital economy growth, the rural e-commerce industry has demonstrated accelerated expans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athway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
nance empowering rural household agricultural e-commerce by synthesizing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Internet+” scenario-based financial services have established a new value 
chain for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while facing three core challenges: First, there exists a struc-
tural mismatch in financial product supply and demand, characterized by excessive reliance on mi-
croloans alongside insufficient venture capital and equity financing. This is further compounded by 
the contradictory effects of “relaxing assessment standards for targeted reserve requirement re-
ductions in inclusive finance”—while improving service precision, it has simultaneously tightened 
access requirements. Second, infrastructure deficiencies pose significant constraints. Remote areas 
suffer from lagging network infrastructure, while China’s high fresh product loss rate in cold-chain 
logistics exacerbates logistical cost pressures. Third,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s remain weak. 
Volatile agricultural prices and isolated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s elevate risks of capital chain 
ruptures and non-performing loan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a three-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pathway is proposed. Through coordinated efforts in “product innovation-infrastructure improve-
ment-risk control enhancement”, this approach aim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
merce ecosystems, thereby providing practical paradigms fo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o deeply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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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在国家《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政策推动下，电商与家庭式农产品生产

的协同发展获得制度性保障，借助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东风，乡村电商产业呈现快速兴起态势。直播带

货、秒杀促销等新型营销模式正通过常态化推广深入田间地头，成为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引擎。基于

“互联网+”构建的数字化通道，电商平台通过嵌入式场景金融服务将普惠政策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不仅

拓宽了特色农产品的市场辐射半径，更构建起助农增收的新型价值链体系。值得关注的是，在数字普惠

金融对乡村经济支撑效能持续增强的过程中，农产品特有的自然属性与市场规律双重特征，客观上形成

了金融扶持的天然壁垒[1]。当前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突破产业链融资瓶颈、构建适配农产品电商发展的

金融支持体系，已然成为推进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议题。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系统剖析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家庭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现实障碍与突破路径，力求为构建新型农村电商生态

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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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现状  

2.1. 数字普惠金融 

在联合国 2005 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活动中，普惠金融理念在此国际平台首次系统阐述，其核心是

通过可负担成本向小微企业、农民及城镇低收入群体等弱势阶层提供适配的金融服务，有效覆盖传统金

融体系的盲区。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正式确立数字普惠金融概念，该模式整合了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

双重优势，而同期兴起的农产品电商作为互联网革新传统流通渠道的产物，依托浏览器载体实现线上交

易，开创了农业经济数字化新形态。 

2.2. 农村家庭农产品电商 

中国依托庞大的人口规模与消费潜力，叠加互联网基础设施覆盖广度与电商渗透率领先优势，已

形成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农产品电商市场。当前产业生态呈现规模化布局初步完成、服务网络持续延

伸的特征，在政策驱动与市场迭代中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2]。国内外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多维度

视角：既有文献证实，农产品电商通过重构流通渠道显著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但研究显示，农村区

域仍面临互联网接入率不足、传统生产观念固化、专业化电商人才短缺及冷链物流节点覆盖率低等结

构性制约因素，这一结论在李爽与何超的实证研究中得到数据支撑[3]。同时，国外学者基于扩展性网

络商务采纳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农产品电商模式通过优化线上交易链路，显著提升供需双方信息交

互效率，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特质的认知度，并构建多维度的消费信任机制，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

论依据[4]。 

2.3.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电商发展一般路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电商经济发展提供金融资源，且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区域，电商经济的发

展水平也就越高[5]。因此，要推动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政府部门应

进一步完善西部、农村等偏远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建设，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并进一步加大对农

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地区开展相应的电商活动提供保障。其次，对于数字普惠

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应当基于共同富裕视角，鼓励其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低的地区提供相应的指导。

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家庭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和现有助力路径，结合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电商农

产品的现有困境，提出针对化的路径优化建议。 

3. 发展现状及其路径特征 

3.1. 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家庭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 

在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产业振兴的背景下，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农村基础设施薄弱问题成为关键

突破口。鉴于农业资源禀赋优势，以农产品电商为抓手的产业振兴路径与数字普惠金融形成天然适配性

[6]：前者通过数据化业务处理打破城乡金融壁垒，将普惠服务延伸至偏远地区；后者借助信息化技术深

度融入产业链，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覆盖广、适用性强的资金支持。国家战略层面的政策引导更强化了

金融杠杆效应，通过电商产业带动金融扶贫机制创新[7]。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电商规模化发展构成数字

普惠金融应用的现实基础——据商务部和农业农村部统计，2020 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1.79 万亿元，

农产品电商交易规模突破 8000 亿元 1，这组官方数据客观印证了二者协同发展的产业土壤。当前，如何

深化数字金融服务与电商产业链融合，已成为提升农村经济活力的重要课题。 

 

 

1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全国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网 https://dzswgf.mofcom.gov.cn/ecps/sjc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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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家庭农产品电商的路径特点 

根据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战略目标，其通过提升金融服务公平性与可及性，已成为推动经济均衡发

展、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引擎。研究普遍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一方面通

过优化资源配置缓解消费约束，提供多元化金融选择，使消费者得以获取更高品质的商品与服务。依托

互联网的直接交易模式，有效消除传统经销环节，同步降低信息传递成本与时空限制，激发市场活力[8]；
另一方面借助网络技术突破服务边界，使偏远居民、小微主体等弱势群体获得金融覆盖，并通过场景化

产品创新与地理限制破除，实现金融服务广度与深度的双重拓展[9]。 
在技术驱动下，农村地区呈现移动支付普及率持续提升态势，农贸市场与电商场景中电子支付占比

显著增长。基于大数据的电商信贷模式通过整合交易流水、信用记录等多维度信息，构建精准风控模型，

为农产品电商经营者提供差异化授信支持，加速资金周转效率[10]。张宁(2023)发现，城市家庭更倾向于

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理财投资，而农村家庭则依赖“电商贷”满足经营性融资需求[11]。阿丽娅等(2024)指
出，农村家庭金融行为对电商的反哺效应显著，农村家庭通过直播电商销售农产品后，其信贷需求从“生

存型”转向“发展型”，倒逼金融机构开发定制化产品[12]。金融科技企业开发的线上服务平台，进一步拓

宽农村金融渠道覆盖面[13]，与此同时，农产品电商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B2B 平台强化大宗交易功能，

B2C 与 C2C 模式助力农户直连全国市场，生鲜电商则聚焦冷链物流与保鲜技术创新以应对消费需求升

级。值得注意的是，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渠道完成品牌化转型，有效提升产品溢价能力[14]。在此进程中，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运营优化、规模扩张及模式创新等维度的资金赋能，已成为支撑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4.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电商农产品的困境 

4.1. 数字金融服务与农产品家庭为主体的电商需求不匹配 

农产品电商运营主体因金融知识储备不足导致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供给端效能受限[15]：一方面，在数

字普惠金融背景下，多元化金融产品的集中推出，叠加产品渗透度不足与信任度偏低，加剧了金融知识

薄弱群体的选择困惑，直接削弱了电商专项产品的市场应用率；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依托 2019 年央

行“放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标准”实现服务精准化，但面向农产品电商主体的产品审核机制同步趋

严，虽强化风控却压缩了服务覆盖面。当前农产品电商领域的数字金融产品仍以小额贷款为主，面向品

牌建设、技术研发等长期发展所需的多元化金融支持如风险投资、股权融资等较为匮乏，导致企业在成

长期面临资金短缺瓶颈，制约其市场竞争力提升。同时，现有金融产品设计普遍忽视农产品产销的季节

性规律，旺季资金需求激增时缺乏灵活适配的供给方案。 
所以尽管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基础门槛，但农村家庭所对应的小农户及小型合作社的需求端也仍面

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因其经营规模有限、财务信息非标准化特征，难以通过传统风险评估模型获取足

额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这类经营主体的实际运营动态及市场前景存在显著信息壁垒，受限

于数据采集渠道不足，多数机构仍依赖传统评估体系，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

结构性矛盾导致弱势经营主体在金融资源获取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这种“产品多样性与认知脱节”和

“服务精准化与准入严苛化”的双重矛盾，也客观上制约了金融资源对电商产业的赋能效率。 

4.2. 基础建设薄弱制约金融公共服务能力 

当前偏远农村地区仍面临双重基础设施瓶颈：其一，尽管“数商兴农”战略推动下农村网络覆盖率

持续提升，据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3 年末互联网普及率达 66.5%2，但部分

 

 

2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s://dzswgf.mofcom.gov.cn/news/phone/43/2024/3/m-17116036727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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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乡村因地理条件限制存在网络基建配套不足问题，导致金融服务效率难以实质性提高–线上支付模

式所依赖的 ATM 设备布局密度、数字服务终端覆盖度等基础条件与城市存在显著差距，物流“最初一公

里”的配送障碍更直接制约数字普惠金融的渗透深度。其二，生鲜农产品流通环节暴露冷链物流短板，

《2024~2029 年中国冷链物流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 2023 年我国生鲜损耗率超

10%3，达欧美国家 2~3 倍，叠加物流网点密度不足引发的成本攀升问题，不仅挤压农产品电商利润空间，

还降低金融机构支持意愿。此外，物流信息追溯体系缺失与配送时效延迟造成的品质下降，已形成消费

者满意度走低与行业生态恶化的连锁反应。 

4.3. 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削弱金融服务稳定性 

当前农产品电商面临双重风险压力：在市场风险层面，受季节更替、气候波动及供需失衡等多重因

素影响，农产品价格存在显著不稳定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下快速扩张的电商企业遭遇价格剧烈震荡时

易陷入资金链断裂危机；同时行业竞争加剧催生的低价倾销行为，迫使资金薄弱企业陷入营销投入与市

场份额流失的双重困境，进而加剧生存危机并推高金融系统不良贷款率。 
信用风险方面，虽然数字技术优化了信用评估流程，但农产品电商领域仍存在信息孤岛现象—部分

经营者通过虚构交易、延迟还款等行为放大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而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缺失导致借款人信

用画像失真，加之违约惩戒体系尚未健全、从业者金融素养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削弱风险防控效能。此

外，交易流程复杂化引发的信息传递偏差与滞后，客观上增加了信用风险管控难度。 

5. 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助力家庭农产品电商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策略 

5.1. 创新数字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机构支农服务质效 

针对数字金融服务与农产品电商需求的结构性错配问题，需构建适配性供给体系：金融机构应加速

开发覆盖品牌孵化、技术升级等中长期需求的多元化金融产品，如风险投资、股权融资等，同步设计弹

性信贷机制以匹配农产品产销季节性波动；针对小农户及合作社的融资困境，应优化风险评估模型，通

过整合供应链数据、电商平台交易流水等非传统征信信息，构建差异化授信标准，同时由政府主导搭建

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打通金融机构与电商、物流等产业链数据接口，破解信息壁垒。还可

以将金融科技与农村电商相结合，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的多样化与实用化，例如开发出资金

规模设置灵活、操作申请简单快捷、惠及力度比较充分的金融产品，从而有效对接不同产品领域、规模

总量与期限时效的农产品电商主体，满足金融行业与电商产业的双向使用需求。 
最后针对需求端信用认可度问题，可以农村银行机构网点为折射点，联动地方政府电商扶贫项目建

立政府担保机制，优先为信用资质优良、成长性突出的经营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同步依托农村银行网点

开展数字金融知识普及，强化农户理财意识与信贷认知，加强农民对数字金融产品的理解度，注重理财

意识引导与信贷常识讲解，进一步消解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误区。 

5.2. 完善基础配套建设，加大同步发展力度 

针对偏远农村基础设施双重瓶颈，需实施定向突破策略：在政策优化层面，强化“数商兴”农战略

执行力度，通过差异化政策支持破解区域发展壁垒，夯实电商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首先，需优先强化

西部及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体系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网络基建薄弱区域的 5G 基站

与光纤网络补盲工程，提升 ATM 机具、智能 POS 终端在村级站点的覆盖率，通过建设县域物流集散中

心、整合乡村客运资源破解“最初一公里”配送困局。其次，对于发展领先区域，应建立跨区域协作机

 

 

3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农产品流通产业发展报告》https://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992adea4ad1a4bb7.htm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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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依托其成熟经验对欠发达地区开展技术输出与模式移植，形成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梯度赋能格局。 
对于农产品损耗率问题，应加快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重点建设产地预冷仓储节点，优化冷链运输车

辆配置，通过财政补贴引导物流企业向乡镇延伸网点布局。同时构建农产品物流信息追溯平台，运用区

块链技术实现全流程数据可视化，并建立生鲜配送时效奖惩机制，通过基础设施完善与数字化管控双轮

驱动，系统性降低损耗率与物流成本，增强金融机构对电商产业链的信心。 

5.3. 完备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增强政府机构服务效能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下，家庭农产品电子商务领域正接受着多重挑战与潜在风险，为化解风

险与挑战，其核心任务在于优化金融服务流程与资源配置效率，各地区要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

产品电商的革新路径与创意策略。同时，为确保各金融机构能够实现信息共享，还需建立信息共享与互

动机制，以实现“三农”领域金融需求与供给信息的充分、有效对接。同时，构建农产品市场信息监测与

预警体系，借助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手段，实时捕捉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动态、供需状况等信息，为农产品

电商企业的决策提供有力支撑。政府可通过实施农产品储备制度等策略，有效调节市场供需平衡，确保

农产品价格的稳定。 
对于信用风险，需加强对电商市场竞争秩序的监管机制与力度，功能分层监管，按业务实质而非机

构属性划分职责，比如将“先用后付”归类消费信贷并纳入央行宏观审慎评估；电商平台还可建立智能

合约审查系统或者外包给对相关业务已建立该系统的企业，在电商平台底层代码嵌入监管规则，自动拦

截不合规交易，系统实时扫描违规营销文案。 

6. 结语 

结合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电商行业家庭农产品板块既是作为“十四五规划”收官之战的重点关注领

域，也将是“十五五规划”各项政策背景倾斜的重点领域，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电

子商务家庭农产品必将带领电子商务行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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